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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城区的石女士怀着分享美好的初
衷，平日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生活
感悟和新闻资讯，希望能传递正能量，给
大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讯。
　　石女士微信通讯录里有不少好友，一
些好友只是加了微信，并没有见过面，相
互之间不太熟悉。石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
转发链接，这些不熟悉的好友经常点赞、
评论。虽然有些评论，石女士不想回复，
但是出于礼貌，她仍会作出回复。此外，
石女士也会经常收到早安、晚安以及节日
问候语等，尤其是一些动态图片，都让石
女士无奈。
　　“一个好友一片天，愿你我吉祥快乐
每一天。”“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

早安！”这类信息经常出现在石女士微信
上。她认为，这些信息表面上是在加强联
系、增进感情，实际上是一种打扰。“每
当收到没有‘营养’的信息，就很纠结要
不要回复。不回复觉得不礼貌，回复又不
知道回什么。”石女士有些不知所措。
　　在石女士看来，偶尔的问候是可以接
受的，最重要的是要用真诚和尊重表达情
感，而不是只顾自己表达，给他人留下满
屏的尴尬。
　　“有事直接说，我很乐意回复。”石
女士希望，群发的问候少一些，把尊重留
给每一位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这样既能
给别人带来一分清净，也能为自己节省一
些精力。

　　一些“95后”“00后”的朋友在微信上
聊天时，喜欢使用一些语气词，比如“好
滴”“好的呢”“好哒”“嗯嗯呢”，甚
至在一句话的末尾加上一个可爱的表情才
算痛快。家住城区的“95后”女孩刘真，
就很喜欢这种聊天方式。在她看来，回复
对方一个字，看似简洁明了，但是略显生
硬和敷衍，回复对方语气词再配一个表
情，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
的友好和热情。
　　而且，刘真在工作中也不会回复同事
单字，她喜欢使用“来啦来啦”“好的好

的”等词语。“这样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
满满的诚意，在一句话的末尾加上波浪
号，会让人感觉更随和。”刘真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标志，我觉得这
些用语是我们这个年龄特有的一种交流方
式。”在刘真看来，她并不认为身边人会
讨厌这种交流方式，反而从侧面反映年轻
人对人际交往的态度。“身边很多中年人
也在用很积极的心态接纳、理解和融入，
我觉得他们和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交流并无
障碍。这可能就是心态始终保持年轻的一
个有趣选择吧。”刘真说。

  在日常交流或者网上聊天时，如果出现一
些让人不舒服的话语，聊天将会变得不愉快。
以下是网友总结的一些让人高度反感的词，看
看你说过几个？

 呵呵

  友尽指数：★★★★★
  “呵呵”是“哈哈”的鼻祖，当选网聊最
反感词汇。不知道说什么时用“呵呵”，无奈
时用“呵呵”，自嘲时用“呵呵”……聊天止
于“呵呵”，谨慎用词。

 哦

  友尽指数：★★★★☆
  根据网友调查显示，“哈哈”最不让人讨
厌，其次是“嗯”。但不少人对“哦”这个回
复非常反感。当兴致勃勃地分享一件开心事
时，对方却轻描淡写地回一个“哦”，我们会
有被浇冷水的失落感。

 ……

  友尽指数：★★★★
  发个省略号，给人“很无语”的感觉；还
有人习惯性发一串省略号，有种“此处省略很
多字”的意思。收到一串省略号，让人如何
回复？

 没什么

  友尽指数：★★★
  恋爱中的情侣对“没什么”这个词最有感
触，说出这话肯定是“有什么”了。

 唉

  友尽指数：★★☆
  “唉”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语，但不是一个
好的结束语。以“唉”开头，别人还会问你
“怎么了”，从而展开聊天。若是你向对方吐
苦水，对方只回个“唉”，不能感同身受，帮
不上忙也给不出有意义的建议时，这样的朋友
还能处吗？

 在吗

  友尽指数：★★
  “在吗”原本是礼貌的问候，但在不知不
觉中，增加了聊天的时间成本和理解成本。被
问“在吗”的人，十分纠结该怎么回复：突然
找我有什么事？好事还是坏事？万一问我借钱
怎么办？还是要找我帮忙呢？
  有人调侃：你不说什么事，我怎么决定我
在不在。所以，不管你如何打开话题，该在的
人都会在，“不在”的人永远可以装不在。

 你忙吧

  友尽指数：★☆
  一般情况下，这个词并不会引起误会，反
而会被认为是一种客气的善解人意的s a y
goodbye方式。但如果你兴致勃勃地说了一连
串话，对方回复敷衍，就会心灰意冷地抛出句
“你忙吧”，然后在心里默默发誓再也不会主
动找对方。最可恶的是，对方接着回了句
“好”。         本报综合

跟人聊天

尽量少说这些话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微信聊天 注意这三个“加分项”

　　微信作为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之一，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它。然而，隔着手机屏
幕聊天与面对面交流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能直接感受对方的语气和情绪。在不同情景
下，文字表达也会有不同解读。是否在拉黑边缘反复试探？哪些聊天行为让你反
感？哪些行为让你容易接受？近日，记者采访了我市三位市民，听听她们怎么说。

　　今年34岁的郭婷婷，在城区一家单位
工作。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郭婷婷都习
惯使用微信交流。每天早上，郭婷婷在一
连串的问候语中苏醒。这些发问候语的
人，不少是郭婷婷在工作中添加的好友。
她发现这些问候语大部分是群发，很少回
复。虽然有时候被这些信息搞得睡意全
无，但她从未拉黑过任何人。
　　“特别是休息日，想关机睡个懒觉又
担心单位安排工作，睡得好好的，突然收
到一条信息，睁眼一看，是群发的问候
语，就很难再入睡。”郭婷婷说。
　　郭婷婷的微信好友中，有一部分是老
年人。他们有给郭婷婷发书画作品的，有
发剪纸的，还有发养生知识的……郭婷婷
虽然有些反感但也会回复，她说作为晚

辈，看到信息不回复是不礼貌行为。“我
认识的这些老年人中，不少子女都不在他
们身边，平日缺少陪伴。换位思考以后，
我渐渐理解了他们。”郭婷婷说。
　　“老年人需要有人和他们说说话，他
们希望自己跟外界有联系，哪怕是一句问
候、一个表情，也能证明自己是不孤独
的。”郭婷婷说，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这就是
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毕竟老年人都经历
过信息不发达的年代，那个时候都靠写信联
系，收到回信还要等一段时间。现在的他们
很享受用微信联系带来的便捷。
　　郭婷婷建议年轻人，对待频繁发送信息
的老年人，不妨多一些耐心。有时简单的几
句话或者表情就足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
温暖。

对待老年人的信息，回复多一些耐心

把尊重留给每一位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

在一句话的末尾加个表情更显友好


